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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化学教育在高职有机化学教学中的渗透分析
王 露

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江苏南京 210017

摘 要：为了使高职学校的有机化学实验更加绿色，学校要创新改革，想办法改革，并对改革模式

进行探讨和分析。该校将有机化学实验教学与互联网相结合，建立了一种新的课堂模式。此外，它

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绿色教学的高职有机化学实验教学应从

多方面培养，强调学生的综合素质。本文将分析有机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的意义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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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ake the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he school needs to innovate and find ways to reform, and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reform model. The school combines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teaching with the Internet,
establishing a new classroom model. In addition, it stimulates students'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 and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Therefore, the vocational college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teaching for green
education should be cultivated from multiple aspects, emphasiz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and strategies of reforming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teaching.
Keywords: green chemistry educatio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Organic chemistry teaching; Osmotic
analysis

引言

近年来，提出了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的科

学主张，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越来越受到

业界的重视。绿色化学，也称为无害环境化学、

清洁化学等概念。绿色化学已成为一门重要的

化学学科，需要制定经济、环境和技术上可行

的化学应对措施，并需要使用化学技术、原则

和方法来消除对人类健康、安全和安保有害的

化学品。有机化学实验是我们药学院的必修课，

包括基本操作、生物核查合成以及自然产品的

开采和设计。在有机化学实验教学中促进绿色

化学教育尤为重要，而实验中使用的有机试剂

多种多样、有毒和不稳定，不易被口腔或皮肤

吸收，以及由此造成的环境压力增加，根据绿

色化学 12 和 5R 的基本原则，在实验教学中进

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实践，从经济、环境和安全

的角度优化了实验课程，选择了教学内容，引

入了绿色化学的概念。

一、绿色有机化学的内涵

绿色化学的概念是 1991年由美国化学学会

(ACS)提出的，现在已成为所有化学家的目标。

绿色化学，又称无害环境化学和清洁化学，旨

在减少或避免使用或生产有毒和危险物质，已

成为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生物化学和分析化

学领域的一个新的跨学科。众所周知，在当今

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中，有机化学与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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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不断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但它也

对人类生活的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和破

坏。因此，实施绿色有机化学对于解决环境问

题十分重要。绿色有机化学，即使用绿色合成

方法、反应原料、催化剂、反应介质等，以获

得生物合成过程中所需的目标产品，是从源头

消除环境污染的有效措施。通过研究生物合成

工艺、改进反应路线和方法、减少有毒和危险

物质的使用、减少或消除副产品和废物的生产

以及提高反应的综合效率，实现保护生态环境

的目标。

二、绿色有机化学教学的必要性

对于有机合成反应来讲，涉及能量的输入

与输出、起始物料、中间产物、所需主产物及

不需要的废弃物等多方面的因素。在理论课教

学中，教师更侧重于将相应的反应条件、反应

机理等知识点传授给学生，可能忽视了知识点

背后的绿色因素。如铁粉还原硝基苯生成苯胺

是经典的有机反应之一。学生在学习有机化学

后，设计合成路线时，常常选择此反应用以构

建芳胺类化合物。从理论上来讲并无不妥，但

做过铁粉还原实验的学生会发现，反应产生的

铁泥处理起来非常麻烦。铁泥不仅包裹了大量

产物加大了纯化的难度，还属于危险废弃物，

回收处理的成本非常高，这一问题在工业生产

中非常棘手。由此可知，对有机化学及配套的

有机化学实验课进行绿色化革新势在必行，否

则我们很可能教出考虑问题不全面、无法做到

理论联系实际的学生。有专家在《合成化学的

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一文中指出：“未来的

合成化学，将更加强调反应的高效性与选择性，

提升原子的经济性和反应的专一性，同时使能

量输入、溶剂使用、分离纯化成本等降到最低”。

因此，将绿色化学的理念渗入传统的有机化学

教学中势在必行。

三、有机化学实验课程教学问题成因分析

有机化学实验作为应用化学、化工、环境

和制药等专业的核心实验课，对发展学生的绿

色化学理念、实践创新能力等具有重要作用。

在新工科背景下，培育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创

新型卓越人才，以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因此，学校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而

有机化学基础实验已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开

设有机化学综合设计性实验为其提供了一种可

行路径，但有机化学实验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

以下问题:①实验观念淡化，学生重视度低。调

查可知，学生认为实验课是理论课的依附，学

生从小学学习科学、到初中学习化学，实验课

在整个课程体系中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看实验

视频，背实验原理、实验步骤等现象时有发生，

真正到实验室做实验的机会十分有限，直接导

致他们对实验课程不够重视。②实验学时不足，

内容综合性差。有机化学实验学时有限，如何

在有限的学时中让学生学到更多的有机化学实

验知识，掌握更多的实验操作技能，就需对实

验内容进行有效整合，开设综合设计性实验。

基础操作实验包括仪器的选用、洗涤和安装、

熔沸点的测定、分馏、萃取、重结晶、折光率

和旋光度的测定等，它能培养学生的基本操作

技能，但不利于提升创新能力。③教学方式单

一、学习效果不佳。由于我校部分教师未经过

师范教育的系统训练，只进行了岗前培训，虽

然专业知识过硬，但教学方式、方法有待提升。

基于以上问题分析，探索出一种适合我校有机

化学实验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四、绿色有机化学教学的实践

4.1 理论渗透，树立绿色化学理念

有机化学理论教学为有机综合设计实验奠

定了基础，在理论教学中注入了绿色化学的概

念，使学生从理论上理解了其应用的重要性。

理论层面由有机理论和实验理论组成。在有机

理论教学中，教师根据课程内容及时向学生提

供化学污染图像和视频等信息，并给予他们心

理影响，引起深刻的反思。一方面，向学生介

绍减少绿色化学污染的成功经验，从而形成强

烈对比，使他们认识到将新的绿色化学概念纳

入有机化学实验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

理论教育和实践经验相结合，给学生留下了一

种印象，即化学与他们在一起，同时认识到绿

色化学的重要性，例如在研究卤化烃方面，比

较了新农药的效率、低水平和低污染的好处实

验理论是指整体设计实验的理论部分，教师必

须在实验理论解释中引入绿色化学概念，以便

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理解和实践。

4.2 开发绿色有机化学实验方案

当前高职校有机化学教学效果不尽理想，

学生兴趣积极性不高，教师也面临着巨大的考

验。在试验安排中，有两类试验项目:强制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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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性。然而，许多有机化学实验项目不适合

目前的生物合成方法，而且不太实际，这妨碍

了学生提高实际和科学技能。在此基础上，跨

越绿色有机化学发展的现有界限，制定无害环

境的实验方案，取代传统的学生选择实验方案。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相应的实验方

案，然后分成相应的组进行实验，真正体现了

实验选择的意义和创新。将先进的生态综合技

术引入选择实验做，同时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鼓励学生创新思维。例如，近年来光化学合成

技术具有保护绿色环境、软环境和效率等优点，

已成为有机合成研究的热点之一。可见光催化

技术在实验教学中的应用，可以拓宽学生视野，

提高他们对有机化学实验的兴趣，掌握生物合

成方法的基本操作和思路，激发学生思考能力。

4.3 教学方式的转变

在 2020年疫情期间，由于学生由线下教学

变成了线上，实验时间大大减少，推出了实验

教学视频----有机化学实验网络视频----脱机混

合课程。我们重新安排了实验课，为关键实验

重新录制了视频。首先，拍摄基本单元操作步

骤的视频，如整体反应装置的建造、加热、过

滤、提取、清洗、蒸馏和结晶。实验工作人员

在整个操作过程中要穿实验服装、护目镜、手

套，动作要规范。对困难操作的目标做一个大

致的规划，让没有实验依据的学生看得懂。通

过在网上反复观看这些视频，学生们对将要进

行的实验操作有了很好的了解，可以在返校后

迅速完成实验操作。事实证明，这种在线和离

线混合教学模式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4.4 实验教学适当与信息技术相结合

实验是学生学习化学的重要方法，学生可

以在实验的过程中加强对化学知识的学习和理

解，对于一些化学反应式，实验无疑是最好的

方法，通过实验学生可以对方程式有更深的理

解，有利于学生的记忆。在传统的学习方法中，

有毒试剂不敢给同学使用，所以学生只是一味

地看老师进行实验，缺乏实际锻炼的机会。除

此之外，对于一些正常的没有毒的化学试剂，

同学们进行操作时会造成浪费，而且还会浪费

时间，对于实验过程并没有很关注，这就导致

学生们没有达到教学目标。为了解决学生在实

验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对传统的方式进行改革，

随着我国技术发展水平的提高，学生可以通过

信息技术进行学习，不必亲自动手操作，只需

要在计算机中进行模拟，这样就减少了对实验

试剂的浪费，同时还减少了实验中存在的污染，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4.5 改变传统有机化学实验的教学方式

很多高职教师仍然采用传统方式进行化学

实验，只是给学生进行示范，没有让学生亲自

动手操作，这对学生学习不利。因此，为了让

学生更好地学习，要改变传统有机化学实验的

教学方式，让学生成为课堂中的主体，并且与

互联网相结合，加强与教师的沟通和交流。让

学生认识到有机化学实验的重要性，这样不仅

提高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还使化学实验的

操作过程更加绿色化，可谓是一举两得。

4.6 实验评价考核方法“绿色化”

实验评估是实验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学生在整个实验教学过程中对实验教学过程的

反馈。它帮助教师和学生查明问题并及时解决

和纠正。通过规范有机化学实验评价方法中的

生态评价标准，不仅可以促进当代有机化学实

验教学的绿色化进程，还可以提高学生的绿色

化实验技能，培养现代化学人才。为了增进学

生对实验的了解，提高学生对绿色化的认识，

我们在实验评估和评价系统中增加了三项绿色

化指标:试剂和产品的毒性、试剂的消费、三种

废物的处理。在此之前，我们只使用准备报告、

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来评估每个学生的实验水

平，而学生则机械地复制实验课程，遵循实验

课程和教师的指示，很少积极考虑保护问题。

通过增加生态评估指标，鼓励学生主动核实信

息、进行评估、思考、提问和解决问题。生态

评估和评价指标要求学生了解试剂和产品在准

备过程中毒性的强弱、危险部位以及预防和预

防方法，以便学生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意识地

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考虑试剂的使用时，鼓励

学生提出设计绿色实验的想法，建议按比例减

少试剂的使用或用小规模实验代替，以减少试

剂的污染和浪费。学生们对三种废物和产品处

理问题的思考促使他们为三种废物和可自行处

置或再循环的产品提出合理化建议和方案，并

对三种无法自行处置的废物进行分类。经过一

个实践阶段，试验评估中对绿色评估标准的试

验在反馈和教育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学生

逐渐发展了生态思维，学习了实验室材料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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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毒性和预防方法，学习了标准化储存和技术。

五、结束语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传统有机化学教

学进行绿色化改革是必要的，在客观条件上也

是完全可行的。笔者尝试了将绿色化学的相关

内容融入有机化学理论课教学，通过启发式与

诱导式教学，使学生了解学科发展前沿，形成

了绿色化学的思维。在有机化学实验课上，通

过线上线下混合模式的教学，提高了学生的学

习效率；借助最新科研成果对实验内容进行了

更新，使绿色化学的理念贯穿理论教学与实验

教学中，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张坤玲,李健飞,王玉环.绿色化学教育在

有机化学教学中的应用[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学报,2006(06):66-69.

[2]李瑞珍,郭英.探讨有机化学实验改革、

倡导实施绿色化学教育[J].实验室科学 ,2006
(03):108-109.

[3]李振汉,梁开玉.有机化学中的绿色化学

教育[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05):
521-524.

[4]宿辉,张永忠,邵铁华.有机化学教学中绿色

化学教育的渗透[J].中国农业教育,2004(03):35-36.
[5]张玮.有机化学教学中绿色化学教育的渗透

[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04):35-36+53.
[6]张淑婷,陈实.农科有机化学教学中的绿

色化学教育[J].高等农业教育,2002(07):68-70.
[7]陈建如.有机化学教学中渗透绿色化学教

育[J].张家口师专学报,2001(06):44-45.
[8]谢巧玲.浅谈有机化学实验教学中的绿色

化学教育[J].保定师专学报,2001(02):65-66.


